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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要]  详细介绍了核爆聚变电站的基本概念、组成、发展简史；提出了解决核爆炸实施安全、烧氘型核装置设计、

核燃料生产回收等一系列问题的技术途径；对电站的技术可行性进行了分析论证，并比较了各种作为人类未来能源

核能方案的前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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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 前言 

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人口的增长,人类已面临

自然资源短缺和环境持续恶化的严重问题,其中尤

以化石能源的日益枯竭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对环

境造成的破坏令人类深感危机的严重性。能源是维

持人类现代文明最重要的物质基础。长期以来，科

学家们为此作出了艰苦的努力，提出了种种解决能

源问题的设想和方案，总的来说利用核能是比较现

实的选择。 
核能方案可分为裂变能和聚变能两大类。其

中，裂变能方案又主要分为热中子反应堆和快中子反

应堆。热中子堆主要是以U−235 或 Pu−239 作核燃料，

而快中子堆则可实现烧 U−238 或 Th−232。由于受资

源的限制，它们都难以实现对人类能源的长期支持。

以目前世界商用能源功率 15 TW（每年消耗约

1.6×1010 t标准煤）和世界可用铀资源量 4.8×106 t（按

IAEA 最新估计,陆地可采铀加现存的铀，铀总量约

4.8×106 t。海水中有大量天然铀，每千吨海水中含

铀 0.15~1.6 g，但提取困维，成本很高）计，热中

子堆单独为人类供能的时间不到 20 a，快中子堆也

不到 1 000 a。聚变能方案也分为磁约束和惯性约束

两类，前者如托克马克，后者如激光驱动 ICF 和

Z−Pinch 驱动 ICF 等。但作为商用能源，技术上都

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即使能走得通，能够维持人类

的供能时间也有限，初步估计只有 300~400 a，并

不如人们所宣传的那么长。因为现有的各种技术途

径中都是利用氘、氚聚变反应获得能量。氚是放射

性元素，半衰期 12.3 a，自然界不存在，主要要用

中子轰击 Li−6 来制备。陆地锂可采储量约 6.0×106 t，
锂元素中 Li−6 的同位素丰度为 7.42 %，故 Li−6 总

量只有 4.5×105 t 左右，只能够生产出 2.25×105 t 氚。

海水中有锂，但海水中含 Li−6 仅 12 g/kt 左右，提

取成本很高，需消耗的能量很大，用提取海水中的

Li−6 来实现聚变，能量上将得不偿失。因此还必须

探索新的能源途径。这里建议采用核爆聚变电站方

案，该方案可把人类能源供给的时间延长至数万

年。下面将详细介绍核爆聚变电站的基本概念，并

对其可行性作初步的论证。 

2  基本概念和电站组成 

2.1  基本概念 
所谓核爆电站就是利用核装置爆炸释放的能

量来发电。而核爆聚变电站所使用的核装置属于

“干净型”，即它所释放的能量中聚变能占绝大部分。

核装置的设计原理与氢弹基本相同，但它所使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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热核燃料是氘而不是氘化锂。烧掉 1 kg 氘，可以获

得约 80 kt TNT 当量的能量。氘在水中含量很高（天

然水中重水约占0.015 %），海水中含有的氘达 1013 t，
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。核爆能量的裂变部分

可以来自 U−233，也可来自 Pu−239。前者由 Th−232
吸收中子而生成，后者由 U−238 吸收中子而生成。

因此可以利用地球上的钍和铀来作核燃料，当然必

须在爆炸的同时实现钍→铀和铀→钚的转换。地球

上钍、铀资源量大致相当，而裂变能仅占总能量的

10 %或更少，故从核燃料资源看，这种能源方式可

以单独支持人类能源供给数万年。 
核爆炸的能量是瞬时释放的，而且能量巨大。

如何把核爆炸的能量安全地转变成可以利用的热

能和电能，是一个技术难度极高的课题。设想中的

电站，核装置在一个巨大的洞室（也称爆洞）中爆

炸，爆炸之前往洞中喷液态金属钠，并使钠在爆炸

时刻在爆炸核装置周围形成一定的分布，钠一方面

大量吸收爆炸的能量，同时还可有效降低爆炸冲击

波对爆洞壁的作用强度。爆炸后，把加热的钠从洞

中抽出，与电站第二回路进行热交换。 
电站要持续运行，还必须很好解决核燃料的生产

和回收问题。Th−232 和 U−238 要变成 U−233 和

Pu−239 需要中子，若在核反应堆中来生产，其成本

将极高，而且要消耗大量 U−235，这从资源上讲是不

可能的。故铀、钚核燃料必须由爆炸来生产，并要保

证生产的量远大于消耗的量。这一点本身是不难实现

的，因爆炸产生的中子很多，只要精心设计就可以达

到目标。但是，爆炸产物都混进到大量的液态钠之中，

要回收这些核燃料也是一项新的技术挑战。 
2.2  电站组成和核爆实施过程 

基于上述考虑，设想中的电站应由四部分组成,
即爆洞、发电厂、核装置生产厂和核燃料回收处理厂。 

爆洞  它的半径 60~80 m，可置于山体内也可

置于地下。洞壁内衬一定厚度的防钠腐蚀的不锈

钢，在内衬与岩体之间填充耐冲击的预制件。洞内

把空气抽掉，充入惰性气体氩，目的是防止金属钠

与氧的化学反应。在爆炸的全过程中，爆洞都必须

做到很好密封，既防止洞外空气进入，也要防止洞

内含有放射性的气体溢出。 
发电厂  核爆聚变电站的发电厂原则上与快堆

电站的发电厂无异，只是可能要求它的发电能力更

大。因为一个爆洞可能具有 1～4 GW 的发电能力。 
核装置生产厂  假定：核装置的爆炸威力为

10 kt TNT 当量，电站的热电转换效率为 40 ％，

则一座 1 GW 电站每天需要爆炸 5～6 个核装置。

如果希望电站的发电能力越大，则需要生产的核装

置就越多。因此，核装置生产厂必须实行流水生产

线作业，必须具备一定的规模。 
核燃料回收处理厂  它的任务是回收金属钠

中的裂变核燃料铀、钍和钚，气体中的聚变核燃料

氘和氚；同时要清除金属钠中的其他杂质，并回收

其有用部分，以便核装置制造时再利用；此外也要

清除气体中的杂质，包括气体中的放射性杂质，以

保持一回路运行中的安全。 
由于将来可能把几个爆洞放在一起形成爆洞

群，故核装置生产厂和核燃料回收处理厂可以共用。 
2.3  爆炸实施过程 

爆炸实施过程如图 1 所示：图 1(a)为爆洞及第一

回路；图 1(b)为爆炸装置放入洞中；图 1(c)为喷钠，

并使钠在洞中形成一定的分布；图 1(d)为装置爆炸；

图 1(e)为爆后迅速将热钠放入热介质库，并与第二回

路进行热交换，继续喷入一定量的钠，让爆洞冷却。 

3  发展简史 

20 世纪 60 年代，美国核武器科学家就提出和平

利用核爆能的设想。在 LANL 提出的 Pacer[1~4]计划

中，曾设想氢弹在大盐洞中爆炸，威力 100 kt TNT
当量级。但由于爆炸威力过高，使得工程难度过大，

又未提出解决核燃料循环问题的技术方案，可实施

性不强，再加政治原因，研究未能继续进行下去。 
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，美国 LLNL 的

A. Szoke， R. W. Moir 提出了新的和平利用核爆炸

能源概念[5]：爆炸装置威力 2 kt TNT 左右，聚变份

额约 80 ％[6~9]，用熔盐作工作介质，并可实现核燃

料的循环[10~14]。该方案具有较强的可实施性，但爆

炸核装置主要靠烧氚，且爆炸威力偏小，爆炸次数

太多，不能充分显示出核爆炸能方式的优越性；以

熔盐作工作介质，由于其熔化温度太高，也会给工

程实施带来一定的困难。 
前苏联科学家在核爆炸和平利用方面做了大

量的工作，比如开矿山、挖运河、增产石油天然气

等，为此还进行了 100 多次核爆炸试验。他们在这

个过程中还研制成功了一种烧氘核装置。利用核爆

炸发电的想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提出。到 1997
年俄罗斯技术物理研究院还出版了一本专著《核爆

氘能能源学》，并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国科学家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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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过意见。他们宣称，只要政府从政策上支持，实

验型爆炸燃烧锅炉方案可以在 5 a 内实现。从分析

他们公布的资料看，他们拥有的核装置威力偏大 
(25~50 kt TNT)，聚变份额也不算太高。

 
（e） 

图 1 爆炸实施过程示意图 

Fig.1 The sketch map of explosion implement process 

1993 年，我国在 A. Szoke 等人的启发下，开

始对核聚变电站进行研究并形成了初步概念[15]。

1996 年初在中俄核武器专家讨论“核爆炸和平利

用”会议上作了交流。提出了以液态钠作工作介

质，通过喷钠减弱爆炸冲击波对洞壁的作用强

度，实现核燃料循环等概念。而《核爆氘能能源

 2008 年第 10 卷第 1 期 41



 

学》的技术途径与我国的概念很相似。近年来，

在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支持下又取得了一系

列重大进展，形成了系统的概念和较明确技术

路线。 

4  技术可行性讨论 

4.1  爆洞安全问题 
4.1.1 爆洞建造要求  为使爆洞能长时间安全运行，

并使电站具有较好的经济性，提出其建造要求如下： 
1）有足够的尺寸，能大幅度降低爆炸冲击波

对洞壁的作用强度； 
2）洞壁及洞外结构在高温（150~200℃）下仍

有足够的强度，并能经受高温钠长期（10 a 以上）

的腐蚀； 
3）工程量不宜过大，不能使用太多的非常规

材料； 
4）能经受约 100 000 次核爆炸冲击，即要求强

度上有较大的安全余量。 
4.1.2 工作介质的选择  核爆炸的能量是瞬时释

放的，为了能够利用这一能量，必须有工作介质，

让其吸收并储存爆炸能量，然后与第二回路进行

热交换。在核爆电站中，希望工作介质具有如下

性质： 
1）熔点低，热容量大，沸点不能太低； 
2）不对结构材料造成严重腐蚀； 
3）不溶解铀、钍、钚材料，以便于核燃料的回收； 
4）容易获得，价格便宜； 
5）不产生大量长寿命放射性物质，以利于系

统的操作、控制和设备的维修。 
经分析，符合上述要求的物质有金属锂和钠，

但比较起来，钠更为合适。下面列出钠的主要相关

性质： 
1）金属钠的熔点是 97.82 ℃，溶化热为 113.04 J/g，

沸点是 881.4 ℃，汽化热为 3 876.96 J/g。液态金属

钠的密度和热容量都随温度 t 变化而变化，其表示

式为 
密度 ρ = 0.945 3−0.224 1×10−3t (g/cm3) 
热容量  

Cp = 1.437 1−5.806 5×10−4t+4.624 1×10−7t 2 (J/g⋅ )℃  
2）钠的中子反应道 
   23Na+n→24Na, 24Na 半衰期 14.8 h, 
   23Na+n→22Na, 22Na 半衰期 2.6 a。 
23Na 的高能中子反应截面如表 1 所示。 

表 1  23Na 的高能中子反应截面 

Table 1  The reaction section of 23 Na with  

high energy neutron 

En /MeV 10 12 13 14 

σ t /b 1.6 1.7 1.7 1.7 

σ 2n /mb 0 0 3 20 

3) 钠与各种材料的相容性。作为工作介质，

一个重要问题是它对洞壁和管道材料会不会造成

严重腐蚀。有些材料，如镍、铬钢（如 300 号系列

的不锈钢和含铌的 347 型不锈钢）等则适宜于在高

温钠环境中使用；陶瓷和金属陶瓷有较好的抗钠腐

蚀的能力；铀、钚等材料基本不溶于钠，即不会与

钠形成合金，这一性质对铀、钚等材料的回收十分

重要。 
此外，钠在空气中会燃烧，因而爆洞中应把空

气完全抽掉，换成惰性气体 Ar。 
4.1.3 实现爆炸安全的主要技术途径  确定的主要

技术途径如下： 
1）爆洞半径 60~80 m，洞高 180~200 m，洞壁

内衬厚度 10 cm 左右的钢壳（钢壳内层应为耐钠腐

蚀的不锈钢，如 304 钢）；在钢壳与岩体之间，填

充钢与水泥或钢与岩石等制成的预制件，以增强爆

洞的抗冲击强度，并有效减少钢材用量； 
2）爆炸之前，往洞中喷液态金属钠，并使钠

在核装置周围形成一定的分布，吸收爆炸能量，

以期大大减弱爆炸冲波和核辐射对爆洞壁的破

坏。 
3）爆炸后以较快的速度（20 min 内）放出爆

炸形成的高温钠（700~800 ℃），并存放热介质库（见

示意图），然后慢慢抽出与第二回路进行热交换；

同时继续喷钠，把爆洞温度降低至 200℃以下，以

使爆洞在下次爆炸时有足够的结构强度。 
4.1.4 核爆炸作用在爆洞壁上的冲击波强度  选爆

炸威力为 10 kt TNT 当量。在乔登江所著《核爆炸

物理概论》一书中，列出了 1 kt TNT 当量核爆炸在

离爆心不同距离上的冲击波超压强度 p1,而冲击波

超压基本正比于爆炸威力，数据见表 2。 
4.1.5 爆洞壁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物理图像  用
LS−DYNA 程序对爆洞壁在冲击载荷作用下的物理

图像进行了模拟计算，假定洞的半径为 R，钢壳厚

度为δ，钢壳外为 2 m 厚的水泥，水泥外为岩石，

如图 2 所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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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冲击波强度随距离变化 

Table 2  The law of  shockwave strength  

on the variation of distance 

R/m 40 50 60 70 80 

p1/Mpa 6.35 3.3 1.47 1.26 0.89 

p10/Mpa 63.5 33 14.7 12.6 8.9 

p 反/Mpa 381 198 118 76.8 53.4 

表中：R 为爆洞半径，p1为 1 kt 爆炸在 R 处产

生的超压，p10为 10 kt 爆炸在R 处产生的超压，p 反为

10 kt 爆炸冲击波在洞壁上反射后形成的压力，p 反 = 
ap 入，对单原子气体而言，a = 6。 

 
图 2 爆洞结构示意图 

Fig. 2 The sketch map of explosion cavity 

计算了几种工况，其计算结果见表 3。 
表 3  冲击波作用于爆壁计算结果 

Table 3 The calculation result of explosion wall  

under shock loading 

工况 R/m δ/m P 反 
/GPa 

钢杨氏模

量/MPa 

钢内径 
向应力 
/MPa 

水泥内 
应力 
/mm 

水泥位

移/mm

1 60 0.1 80.3 60 76.07 14.0 10.39 

2 60 0.1 80.3 150 76.00 14.0 10.34 

3 60 0.2 80.3 60 75.60 12.5 9.95 

4 60 0.1 8.03 60 7.69 1.8 3.69 

5 80 0.1 36.4 60 34.67 5.0 5.91 

6 80 0.1 3.64 60 3.41 0.8 2.44 

从结果看，水泥中的应力比钢壳中的应力要

低几倍，这主要是冲击波由钢进入水泥时阻抗变

小所致。 
为了提高水泥的抗冲击能力（主要是位移引起

的横向拉伸断裂），把它作成块状预制件，如长方

体，长方体尺寸为 0.5 m ×0.5 m ×2 m，两端可为

0.5 m ×0.5 m ×0.01 m 的钢板或铝板，中间用钢柱支

撑，如图 3 所示。当然，也可把水泥换成花岗岩制

块或其他介质，其强度性能将会更好。显然，这种

结构没有横向断裂问题，在径向又有很好的弹性，

估计能经受多次爆炸的冲击（这可以由实验室实验

来验证），而且即使有损坏，也便于修复更换。 

 
图 3 抗冲击波预制件示意图 

Fig.3  The sketch map of the impact-proof  
prefabricated components 

4.1.6 喷钠对减弱冲击波强度作用的定性研究  为
此，模拟计算了一个一维球形简化模型，其初始状

态为 
模型结构    0 (Na)   15 m (空气)   60 m (钢)  61 m 

密度/g·cm3  0.6     0.001 25      7.85 

温度/K      2 000   300          300 

质量/t       8 470   1 113 

能量/t TNT   2 200 

压力/MPa    433.5 

模型中，洞的半径是 60 m，钠区半径 15 m，

并假定已完全汽化。由于 8 470 t 钠的汽化热约为

7.8 kt TNT 当量，故此模型实际加入的能量约 10 kt 
TNT 当量。汽化后的钠，视之为单原子气体。由流

体力学程序计算出的结果如下： 
ts/ms rs/m ps/MPa 

7 30.3 3.50 

10 35.9 3.14 

15 46.0 2.65 

20 52.7 2.35 

25 60.0 10.0 
冲击波在 25 ms 时刻到达洞壁处并反射，压力

由 2 MPa 左右上升至 10 MPa。如果选爆洞半径为

80 m，则反射冲击波的强度将降至 4~5 MPa，这比

不喷钠时要小一个量级以上，也比水泥预制件能承

受压力要小一个量级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让钠汽化是

非常重要的 。要使有足够的钠气化，则与喷钠方

式（如钠最好呈雾状或雨滴状，以及钠在空间的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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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等）有关。 
4.1.7 喷钠可能性估计 

1）钠的喷入量估计 
令爆炸威力为 10 kt TNT，要求爆炸时有 50 %的

能量转化成钠的热能，则每次爆炸需喷入钠约 25 kt。
由于爆炸后还需喷入一定的钠，一方面为了降低爆

洞温度，另一方面要让大量被气化的钠凝固，加上

管道中循环的钠，总的用钠量将达 40~50 kt。 
为了减少喷钠量或更大地减弱爆炸冲击波的

强度，应设法使较多的钠汽化 。 
爆炸瞬时钠分布于核装置周围还有一个重要

作用，就是防止爆炸产生的热辐射和中子对洞壁的

直接作用。 
2）喷入可能性估计 
令钠柱喷高 60 m，则液钠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

所需时间约 7 s，喷的初始速度约 35 m/s，以此可估

计出在 7 s 时间内喷出钠 2×104 t 左右（希望有 5 000 t
以上被汽化）所需的喷口面积约 80 m2。若每个小

喷口为直径 2 mm 的圆孔（小喷口是为了获得小液

滴），则需要的小喷口数约 2.6×107 个。取一个圆柱

形喷头内径 30 cm，长 1.5 m，在朝上面积部分，令

孔的面积占1/5，则每个喷头的喷口面积约为0.015 m2。

故需喷头总数约 5 000 个。假定爆洞半径 80 m，每

米一个喷头，则一圈可放约 500 个，总共需放 10
圈。当然，在洞的上部还可以布置足够多的喷头。

因此，要在爆炸前 7 s，以雨滴状喷出 2×104 t 的钠，

这在设计上是完全有可能的。 
总的来看，当选取核装置的爆炸威力 10 kt TNT，

爆洞半径 80 m 时，在采取了种种措施之后，完全

有可能把作用在爆洞壁上的冲击波强度降至 10 MPa
以下，把爆洞的最大位移（即弹性振动的振幅）控

制在 5 mm 以内。因此，爆洞是安全的，而且将会

有足够的安全余量，并能经受得起多次核爆炸的 
冲击。 
4.2  烧氘型核装置 

用于电站的核爆炸装置作用有三：放能、生产

核燃料、消除长寿命核废料。 
首先，核装置应是聚变份额大于 90 % 的“干净

型”氢弹。其目的: 一是大大减小放射性特别是长寿

命放射性物质的生成量（长寿命放射性物质主要来

自重核裂变）；二是要尽可能地延长人类的供能时

间。从我们探索研究的情况看，在总威力 10 kt TNT
的条件下，可以实现烧氘，且可做到裂变威力≤1 kt 

TNT。这种装置不必用 Li−6 造氚就可实现氚的循环

和增殖。实现烧氘，这只有在核爆炸装置中才能做

到，因此烧氘是核爆聚变电站最为重要的优势。 
烧氘核装置中主要发生的核反应如下： 
    D+D→p+T+4.05 MeV 
    D+D→n+3He+3.27 MeV 
    n+3He→p+T+0.78 MeV 
    2D+2T→2n+24He+35.2 MeV 
整个反应过程，消耗 6 个氘核，放出 43.3 MeV

能量和 2 个 14.1 MeV 高能中子。 
烧氘型核装置的一大特点是产生的中子数特

别多。一次 10 kt TNT 级的聚变放能，同时可释放

出约 1.2×1025 个高能中子。原则上不能让大量的高

能中子逃出弹体而进入钠中，否则，高能中子将会

与钠原子核发生（n，2n）反应，生成大量的长寿

命 Na−22(半衰期 2.6 a)，这对爆洞和第一回路的安

全运行是很不利的。必须把这些中子很好地利用起来，

其中最最重要的就是要利用它来生产核燃料。已找到

一种方法，可以把中子的利用率提高至 40 %~50 %，

即一次爆炸可生成约 2 kg 的 U−233 或 Pu−239。而

一次爆炸本身消耗的铀或钚仅 50 g 左右，因此核爆

聚变电站除提供能源以外，还可以大量生产核燃

料。所生产的核燃料可供同等功率的 4~5 个热中子

电站来用，这将大大延长热中子反应堆能源方式的

生命期。 
在核装置使用上，更倾向于走铀—钍—铀循环

的路线。这样电站中将不会有钚产生，也不会由于

钚的强化学及放射性毒性而带来电站运行的困难。

更重要的是铀—钍—铀循环还可对核燃料回收和

核装置的生产带来极大的便利。 
最后，也可利用核爆炸产生的大量中子来处理

长寿命放射性同位素，这一方面将使电站本身不会

有大量长寿命放射性核产生，减少电站对环境可能

造成的不利影响；另一方面也可以用来处理核反应

堆生成的核废料。 
4.3  核燃料回收 

核爆电站需回收的分别是气体燃料氘、氚以及

固体燃料铀、钍和钚等。 
4.3.1 气体核燃料的回收和氩的净化  气体燃料回

收的方法有二，一是冷冻法，二是金属吸附法。所

谓冷冻法，就是爆后将洞中气体抽出，冷却至氮的

液化温度以下，此时仅剩下氦和氢的同位素为气态，

很方便加以分离。金属吸附法，是利用某些金属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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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, LaNi5, U, Zr 等的吸氢特性，把氢的同位素与其

他气体分离开来。这些方法都很成熟，主要是工程

实施问题。什么时候对爆洞气体进行净化和核燃料

回收，需根据爆洞中氘、氚及放射性气体的浓度来

定。 
4.3.2 固体燃料的回收和钠的净化  固体燃料回收

的方法可基本与快堆钠净化方法相同。核爆炸后，

铀、钍、钚等元素将混入钠液之中，但它们不与钠

形成合金，因此冷却后将逐渐沉淀下来。可以在温

介质流经的管道和温介质库中对沉淀物进行收集，

然后送至后处理工厂进行元素分离（可用高温精炼

法）。与核电站的核燃料后处理回收相比，核爆电站

的回收由于放射性较弱，并可连续进行，因而实施

起来将更容易。 
在固体核燃料回收时，还可以利用爆炸使钠气

化的现象。由于钠的气化温度低，不到 1 000 ℃，

钍、铀、钨等气化点则高至 4 000 ℃以上。故当钠

气化时，其他金属还是固态或液态，造成了钠与其

他金属的分离，气态钠会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，固

态或液态金属则会较快地沉降至洞底。这也为提取

核材料提供了方便。 

5  结语 

经过上述的分析认为： 
1) 核爆炸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控的，关键是条

件的创造。现代技术完全可以实现对 10 kt TNT 级

核爆炸进行有效的控制。 
2）核爆聚变电站物理上可行。目前来看，采

用现有成熟技术，就可以解决爆洞的安全、高性能

核装置的设计制造、核燃料的生产和回收等一系列

问题，也不需要使用许多特殊材料，工程上也没有

重大障碍，初步估计造价与一般核电站相当。因此，

它将是一种最为现实的聚变能源。 
3）与未来的磁约束或惯性约束电站相比，它

物理上直观、技术简明、易于控制、利于实施，具

有更好的商业价值。同时可以烧氘，供能时间成量

级增加。 
4）与快堆相比，它的聚变份额达 90 %以上，

能充分利用钍及天然铀资源，能够在万年甚至更长

的时间内充分满足人类对能源的需求。同时，它不

像快堆要受初始核燃料量的制约，可以较快形成能

源规模。 
5）可以利用核爆炸产生的大量中子来生产核

燃料和进行核废料处理,能够更好地发挥热中子堆

的作用。 
6）能源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重要。 核爆电

站是清洁能源，可大大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影响。

有了充足的电能和热能，就会有充足的氢能和干净

的水，人类就可以在地球上长期生存下去。 
7）该设想主要受制于核不扩散条约。但中国

是能源消耗大国，如果能实现能源自给自足，在国

际上应该受到欢迎，而且此项技术对人类未来有重

要意义。 
8）能源问题是制约中国发展的大问题，是十

分重要的战略问题。我国应尽早筹谋，走出一条自

主创新、自主发展的道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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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uclear Explosion Fusion Power Plant—the Hope of the 
 Mankind Future Energ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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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ai Yun, Chen Xiaowei, Qu Ming 
（China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，Mianyang，Sichuan 621900，China) 

[Abstract]  In this article, the basic concept, constitution and brief development history of nuclear explo-
sions fusion power plant are introduced. A series of technique is put forward to solve the implementing safety of 
nuclear explosion. The design of deuterium-type nuclear device and the reclamation of nuclear fuel are put for-
ward. The technique feasibility of power station is analyzed, and the prospects of all kinds of nuclear energy 
project to provide energy for the mankind in the future are compared. 

[Key words]  nuclear explosion fusion power plant; explosion cavity; spray Na; burn-deuterium-type nuclear in-
stallation; nuclear fuel cycle  


